
 

 1 

鲁浙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比较研究 

张佑林 王成菊 

(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鲁浙不同的文化使得两省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区域文化主要

通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从鲁浙两省近年来的产业

构成比例、技术创新情况、企业家数量及对外贸易中的进出口总额等方面的实证分析,可归纳出山东文化中不利于

经济发展的部分,并据此提出了通过文化变革促进山东经济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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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浙江省和山东省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初期,鲁浙两省发展差别不大,1978 年山东全省生

产总值为 225.45 亿元,到 1989 年增加到 1293.94 亿元,增长了 5.74 倍,人均生产总值也从 316 元/人增加到 1595 元/人,增长了

5.05倍;而浙江省 1978年全省生产总值仅为 124亿元,1989年为 844亿元,增长了 6.81倍,人均生产总值从 331元/人增加到 2009

元/人,增长了 6.07 倍。可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两省经济差距不大。但是进入 90 年代后,浙江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山东,两

省人均 GDP相差不断扩大,2005年该差距最高时达到 18789元,2007年两省人均 GDP相差 9327 元,2008年为 9131元。 

那么,在相同的对外开放大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什么原因使山东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浙江省却能够高速增长,这可

以从两省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和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答案。 

二、文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不仅受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影响,而且受区域文化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

经济的发展。任何经济形式、经济现象的生成背后总有某些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在起作用,因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要受其所在环

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①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义是: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

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经济现象、经济模式的生成背后总有某些历史、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人的

经济活动总是要受到其所在环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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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开始全面考察文化与现代社会兴起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兴起的关系,他认为,正是由于新教中所体现出的勤奋、节俭等价值观培养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是促进资本主义产

生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

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并明确指出创新的主

体是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在最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行为,

文化决定经济主体对财富的态度,进而决定对获取财富的努力的态度,这两类态度决定了经济增长能否启动
②
。20世纪 80年代初,

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哈耶克、道格拉斯·诺思二人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文化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

传统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诺斯认为,文化提供一个基于

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大脑感官的信息,文化在起着一种类似“资本存货”的作用
③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

山在其《信任》一书中,认为在制度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及合作程度,也就是说,

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 

文化影响经济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文化无意识”体现出来的
④
。“文化无意识”是人类无意识现象中的一种在社会文化环境

中形成的无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从而不自觉地、间接地履行着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人是社会活动的

主体,人的言行举止,是受思想感情支配的,人们的思维、观念和文化心理、素质等,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蕴藏于每个人的身上,

寄存在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民族群体之中,构成群体意识。一旦这一群体意识形成,就具有独特的魅力,并自觉和不自觉地注入社会

经济运行系统的各个环节,“干预”经济建设,或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或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因素对

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文化无意识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心理积淀的途径,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即把人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观念文化系统中

比较稳定和最具根本性的文化因素,即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意识,是经过长期的甚至是世代传承的积淀而高度内化的结果,变成

为一种心理常势和实践定规,以致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不假思索地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从而在行为上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现

象,通过心理积淀使意识转化为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的形成除心理积淀这种途径外,还有另一途径,即未意识到的文化现实对主体

行为的潜在制约所造成的文化无意识。如个人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还没有充分认识和理解时,他的行为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

或者在环境发生巨变而个人还来不及理解时,他已经“跟上”形势或“随波逐流”了。 

文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范式是:文化---经济主体行为---区域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通过经济主体行为,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一)文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 

一个地域内的文化显示了一地区的资源禀赋情况和该地区经济结构中最优化的部分,反过来长期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经

济结构的形成、调整和优化。开放的、敢于创新和冒险,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文化,使得一个地区经济结构能够向经济利润

最大的行业靠近,主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利润较低的传统农业所占比例较低;而落后的、封闭的农业文化地区重农轻商,

主要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二)文化影响区域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总是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作保证。优秀的文化环境

能够激励技术创新主体去尝试、实践、发明,从事研究技术等活动;而落后保守的文化不仅会扼杀技术创新的思想,而且不能及时

将技术创新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中,使其价值得不到体现。 

优秀的区域文化有利于创业和企业技术创新。它能够发挥创造作用,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优秀的区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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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激励着许多具有潜在创业优势资源的创业者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并往往将创业作为事业经营,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

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优秀的区域文化有利于形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社会成员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路径的选择。

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持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态度,创业者和创新人才才能获得创新的动力支持;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持一个开

放思维和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创新的成果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如果社会成员对创新认可与重视,他们就会为创新提供多方面的

支撑服务,健全支持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和中介组织,形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 

(三)文化影响区域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 

企业家是区域人力资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其生成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各经

济区域经济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选择观念等使得区域内的人力资

本知识、技能水平较高,企业家数量也较多,而落后封闭的思想观念将限制区域内人力资本自身各种知识技能的提高,相应地企业

家数量也会较少。 

(四)文化影响区域外贸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往往比进行国内贸易风险要大,投资要高,需要的管理理念和贸易方式要更先进、更国际化,对贸易主体自身素质的

要求也更高。文化通过对人们在贸易中的思想态度、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等影响着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一般来说,开放的、竞

争意识强、敢于冒险的区域文化,能够提高区域经济的对外贸易额,并在与国际接轨竞争中不断提高贸易水平;而落后的、封闭的

文化则会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并形成故步自封、越来越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鲁浙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按照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区域文化可以分为创新型与保守型文化两种,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待风险的态度

上。一般来说,具有冒险精神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而属于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范畴,是创新型文化;而

风险规避型的、保守的、与现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现代经济的发展,属于落后文化的范畴,是保守型文化。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儒学的摇篮、黄河文明的渊源和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齐鲁文化体系主要包

括孔子的儒家文化、老子的道家文化、孙子的兵家文化、墨子的墨家文化等,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即儒学。儒家文

化奉行“仁、义、礼、智、信”,其内涵是“礼乐文化”或“礼仪文化”。农业文明时期,齐鲁文化在山东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

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齐鲁文化的守成性,缺乏变革精神和创新意识,则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而浙江是古越

之地,古越文化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立性,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源地。越地居民很早就形成了更具开放性和更依赖商业交

易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传统,并且注重与外界交流,取长补短,重利益,讲求实效,具有创新冒险精神。 

因此,从经济文化的性质上看,浙江区域文化属于创新型文化的范畴,而山东区域文化则属于保守型文化的范畴。分属创新型

与保守型不同文化类型的齐鲁文化和越文化,其对山东和浙江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对其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

长期的和根本性的影响,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区域文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比较 

山东文化小农意识浓郁。山东是一个传统农业大省,由于地势宽广,农业发达,粮食供给基本自足,长期以来,山东大多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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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发展观念是重农业,求安稳,“只要有粮食,就饿不死人”。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基本上是手工和半手工。农村的

解放虽然打破了农民人身思想的枷锁,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村里依然维持着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

自足的经济模式,人们除了食物和衣着,似乎没有更多的追求。至今还有不少人仍守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养鸡养鸭为换油

盐醋”的传统观念,传统的小农思想维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排斥了新思潮的“人侵”与思想的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种保守的农业文化使得山东农业发展较好,但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受到阻碍,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滞后,民营经济比重低。 

浙江文化具有功利文化特征。从浙江人的行为模式来看,功利主义当头,讲究“实干和实效”,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浙江人

做事情,无论涉及经济实务、人际交往,还是律法国政,都很少仅仅从理义出发做规范性的判断与决策,而是同时要对事情过程和

结局可能有的实际效果进行估量分析。也就是说,不仅要考虑对错、正斜、善恶、亲疏的道义原则,而且要计算付出多少成本代

价与可能获得多少实际收益。这种世俗化,从决策的角度看,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浙江文化性格中的这种经济理

性,使浙江人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往往如鱼得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凭着其讲求实效、四海为家的精神,努力在现代经济下寻求

新出路,重点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将浙江经济结构发展成为以民营企业为主,块状经济明显,农业经济低于工业经济的现代化的

产业结构。 

从山东和浙江两省产业结构(表 1、表 2)比较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比重山东比浙江高,第二产业差别不大,但第三产业比重山

东比浙江低。2008年,山东省第一产业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9.6%,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全省就业人数的 37.4%,而同年浙江省第

一产业产值比重仅为 5.1%,该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为 18.2%,几乎仅为山东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一半;山东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

57.0%,就业比重为 31.6%,浙江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 53.9%,就业比重为 41.8%;山东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 33.4%,就业比重为

31.0%,浙江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 41.0%,就业比重为 35.3%。由此可见,山东目前还处于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而浙江

已经开始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另一方面,在山东,工业的发展主要靠海尔、海信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推动,私营、个体企业较少;

而在浙江,遍地都是民营企业,形成独有的“块状经济”,民营经济构成了浙江经济中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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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比较 

科学价值观重视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格独立,提倡平等、竞争、批判和创新精神,要求尊重客观真理、尊重证据和对理性的

真诚信仰等。但山东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主张大一统观念、贵贱等级原则、共性至上群体原则、家长宗法观念和保守心理等,

导致社会重伦理轻科技、重道轻器、抑商贱术等文化价值取向,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悖的;同时,儒家文化秉持中庸之道,

主张温、良、恭、俭、让,它的本质就是扼杀人们的竞争精神和创造精神,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这种文化类型具有“反创

造性”的倾向,因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阻碍区域技术改进和创新。 

而浙江文化具有开放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冒险精神。浙江人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思想解放,敢于

冒险与闯荡,敢于冲破各种僵化、陈旧的框框的束缚,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大胆尝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

的创新试验。 

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成本的节省和高额的经济利润,激励浙江企业家投入技术创新,并努力将技术创新应用于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地区的乡镇企业刚刚起步,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在自己没有技术的情况下,他们采取走出去的手

段,从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高薪请来“星期日工程师”,进行技术把关,较好地解决了技术严重缺乏问题,并初步建立起技术进

步的创新体系。90 年代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浙江地区开始出现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高潮,民营科技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形成了

许多技术创新的成果,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推进浙江省技术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图 1、2可以看出,山东在近 1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低于浙江省。1999年,两省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相差不大,山东

省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8589项和 6536项,浙江省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8177项和 7071项,授权数比山东省多了 535

项。至 2008年,山东省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60247项和 26688项,浙江省同年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89965项和 5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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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山东省专利申请数比浙江省少了 22084 项,专利授权量少了 26267 项。10 年来山东省的专利申请总数与浙江省的专利申请总

数相差 99406 项,专利授权总数相差 85551 项,浙江省一直在技术创新数量上遥遥领先,且增长速度也快于山东,山东省的技术创

新观念有待于更新和进步。 

 

 

(三)区域文化对企业家塑造的影响比较 

齐鲁文化重仕轻商、官本位思想严重。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特别深重,以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一

个人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儒家思想使山东地区的人具有重仕轻商的倾向,也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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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都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潜在观念。对于经商贸易,儒家认为有教养的人不屑于学习如何管理经济事务,因为这

种工作不符合他的身份,因此在道德上是可疑的,有教养的人应该关心消费是否合礼,“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

用”,总之是商业不发达的表现。 

从古到今,山东青年以求学为人生头等大事,“学而优则仕”,“重仕轻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刻,齐鲁文化中的重义轻利,

重仕轻商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浙江文化具有工商文化特征,人们经商意识强烈。浙江人素以“擅商”著称。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

这种重商价值观主要是受陶朱遗风的影响。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后,弃官从贾,累金巨万,世称“陶

朱公”,被后世商人称为始祖。范蠡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流传不息,这种价值观激发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

为荣。选择经商,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浙江人的一种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有的人从政府机关下海,也有人从新闻媒体、学校等事业

单位甩手出来自己做生意。2003 年,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秘书长何包根等人几乎同时宣布辞职下海,当记者在温州采

访时,人们反应很平淡,对此表示理解,这些都是工商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反映。 

 

在人力资本中,企业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一个地区企业家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由表 3 我们可以看

到,山东省 1999 年企业家数量为 142.4 万,2008 年增加到 229.5 万,扩大了 1.61 倍;而浙江省 1999 年企业家数量为 113.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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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到 241.8,扩大了 2.13倍。山东的人口总量比浙江将近多一倍,但企业家总数却没有浙江多,这主要是由于山东人不愿冒险,

重仕轻商,导致山东省企业家数量较少,增长相对缓慢;而在浙江,浙商们开拓进取,投资融资,在商场奔波奋进,企业家数量近几

年来都居全国首位。浙商目前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浙

江已经被誉为“老板之乡”。“浙江模式”的形成,正是浙江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 

(四)区域文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比较 

尽管面临大海,具有开展对外贸易的优越条件,但由于山东文化偏于内向,封闭保守,人们对乡土则有一种极深的依恋,乡土

观念非常深厚。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山东人不愿意下

海闯荡、寻求更大的生活出路,因此养成了“守土重迁”意识,这导致山东的对外贸易发展缓慢。 

反观浙江人,则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

浙江沿海百姓以渔业经济为主,人们必须进行商品交换贸易,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多种需要;又加之目睹海上贸易的兴盛及暴利,

这无疑培育了他们的海洋商贸意识,许多居民把出海经商当做一种相当重要而不可缺少的生计。这种生产、生活环境孕育了敢于

冒险、富于进取等以求变求新、善于合作为特征的海商文化。浙江海洋文化中蕴含着较强的商贸精神内涵,主要表现在浙江人具

有浓厚的海洋贸易意识,性格中始终张扬着一种创新、开拓、不墨守成规的海洋文化精神。 

下面数据取鲁浙两省 10 年来进出口总额在两省 GDP 中所占份额来考察。从表 4 和图 3 可以清晰看到,山东省的对外贸易在

全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总体上低于浙江,1999 年对外贸易比重为 24.4,2008 年增加到 68.0;而浙江 1999 年对外贸易占浙江省比

重为 33.6,2008 年增加到 73.7。因而浙江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较好,进出口总额在全省经济产值中贡献较大;山东省的对外

贸易发展相对缓慢,究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山东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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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鲁浙区域文化的特点总结和对两省区域经济的影响对比,得出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总体上落后于浙江,而落后的根

本原因在于鲁浙两省的文化差异。浙江文化是开放创新的、敢于冒险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符的具有内在兼容性的创新型文化;

山东文化是轻商求稳、风险规避型,与现代经济不相符的保守型文化。创新型文化有利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激励区域技术创新,

增加区域人力资本,提高区域对外贸易额。相反,保守型文化不利于区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优

化和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区域经济发展起步晚,动作较为迟缓,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这其中固然有政治、历史、地理等

因素的作用,可又不能否认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不同,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

天,齐鲁文化中很多保守的、负面的思想元素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阻碍了山东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出发,

通过文化变革,建立市场经济理念,吸取浙江文化中开放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鼓励创新创业,大胆开拓海外市场,塑造具有山东

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改善产业结构。山东人要改变产业发展观念,加大对工商、金融、交通邮电、服务业、文化产业

等第三产业的投资。要注重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挖掘各地有特色的文化产业。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吸

引投资,发展经济。例如泰安的旅游文化、青岛国际啤酒节、潍坊的国际风筝节、曲阜的三孔旅游文化、沂蒙老革命区的红色文

化等,都可以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以此来带动当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2.鼓励个性和创新,加大科技投资。改善传统文化中共性至上的群体性原则,改变教育方式,培养创新人才。改变山东省历来

的“教义式”教育,要充分鼓励和发掘个人灵活性、创造性。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给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完善专利保护、

技术创新相关法律制度等。 

3.注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要吸取浙江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勤于思考、灵活应变的精神,将其作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文

化支撑,发展市场经济。在吸收浙江及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将齐鲁文化中仁忍、奋进、勤劳、诚信等优秀传统,与现代化

市场经济新观念相融合,提炼出兼容并蓄、重商厚德、勤劳奋勉、与时俱进、诚信创新的具有山东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4.改变保守求稳的贸易观念,大胆开拓海外市场。转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改善自身贸易技能和提高自身素质,建立国际化

的规范的贸易制度。在与浙江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山东省在对外贸易中应打破传统的与邻近国家做贸易为主的方式,要将出

口贸易对象向美洲、澳洲、非洲扩展。另一方面,加强轻工业、小商品业等的出口,增加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打造品牌产品,提高

海外市场占有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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